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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一评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过程中
面临哪些问题？又有哪些值得坐下来共
同协商的好点子？早在今年1月，黑龙
江日报·龙头新闻就推出了“高质量发
展圆桌对话”系列融媒体报道，期待寻
找到黑龙江省高质量发展的密码。该
系列融媒体报道采用纸媒报道与视频
访谈结合的方式，围绕黑龙江经济社
会发展中最值得关切的话题，邀请来
自不同领域的重量级嘉宾展开圆桌对
话。这组报道站位高、分量重，体现
了省级党报对区域重大选题的精准把
握和强大落地能力。

话题重大 对话高效

在“高质量发展圆桌对话”系列融
媒体报道开篇的编者按中，道出了这一
系列报道的策划背景——“ （黑龙江）
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提出，全省上下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牢牢把握首要
任务，坚定不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
新时代的硬道理。”

该系列融媒体报道目前已经推出三
组内容，紧扣策划背景，突出报道主
题。如“高质量发展圆桌对话”之二

《增强创新意识，推动自贸区高质量发
展》的选题背景便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在
黑龙江省考察时强调的“要加强自贸试
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创新发
展，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
参与区域合作。”“高质量发展圆桌对
话”之三《借势亚冬会，做大冰雪体育
产业》开篇则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关注国内冰雪产业发展，强调“要大力
发展特色文化旅游”。

“高质量发展圆桌对话”选择的话
题不仅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有重要意
义，同时也是国家关心关注的黑龙江
经济发展主题。针对这些重磅话题，
黑龙江日报·龙头新闻邀请与谈的嘉宾
也是重量级的。比如“高质量发展圆
桌对话”之一 《创新引领，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 邀请的嘉宾分别来自深

圳 （哈尔滨） 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黑龙江省科学院，以及从深圳北
归回黑龙江的海邻科集团。这一期与
谈嘉宾的视野不局限于本省，他们有
的谈如何在深化哈尔滨与深圳合作中
打造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有的谈如
何立足黑龙江，把生意做到全国去。
通过这一组报道，读者不仅可以了解
黑龙江科技产业发展的情况，还可以
了 解 黑 龙 江 跨 地 域 合 作 的 相 关 情
况，尤其对于外地读者来说，这些
报道提供了了解黑龙江经济发展情况
的好窗口。

直面问题 寻找答案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高质量发展
圆桌对话”系列融媒体报道中对于黑龙
江目前发展中的问题和难点并不避讳，
这让报道更加深刻、接地气。

在推动自贸区高质量发展主题的
圆桌论坛中，邀请的 3 位嘉宾之一中
国 （黑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
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专职副主任
甄长瑜，在对谈中便提到，黑龙江的
自贸区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与发
达地区相比还面临较大压力，包括自
身经济结构不优、思想解放程度不

够、进取意识不强、开放功能不完
善、产业链配套成本较高等，同时介
绍了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将全力实
施“1153”跃升计划，着力打通对外
开放的“产业链、金融链、科创链、
物流链、生态链”，加速打造“向北开
放之都”的先行区、引领区、示范区

的计划，努力解决上述问题。
类似地，在做大冰雪体育产业话题

讨论中，冰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国兴提到，近年来，滑雪市场蓬勃发
展，然而滑雪距离真正的大众化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他提醒道：眼下的红火并不
意味着长红，这与滑雪的“烧钱”属性不
无关系。大部分人还停留在“体验式滑
雪”阶段，滑雪场也以初级赛道为主，要
想在滑雪产业做精做细，目前在群众基
础和硬件设施上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济发展中有这样那样的难题，与
经济发达省份间的差距更是客观存在。

“高质量发展圆桌对话”系列融媒体报
道以直面问题的态度，不仅充分发挥了
圆桌论坛集思广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优势，同时又让读者客观、全面地了
解经济发展现状，有助于引发读者的更
多思考。

视频访谈 期待更好

“高质量发展圆桌对话”系列融媒
体报道每一期在报纸端都会以整版形式
呈现，版面右下角会配以二维码，扫描
即可观看视频访谈内容。每一期的视频
访谈时长在 15 分钟左右，形式与电视
访谈节目相似。

视频访谈现场感强，不仅能很好
地呈现嘉宾的神情、动作、语气等，
而且信息量更大，是对文字的有益补
充。因为视频超过 10 分钟，已经属于
时长较长的视频，若能运用剪辑手段
区分出几个不同的部分，让视频节奏
感更强，让观众也有休息缓冲的时
间。另外，视频若能在嘉宾讲到相应
场景时，穿插一些相关画面，这样不
仅能丰富画面语言，也能更好地让读
者理解嘉宾所说内容。

总的来说，“高质量发展圆桌对
话”系列融媒体报道是一组策划用心、
完成度较高的作品，尤其针对相应话
题，邀请到了重量级嘉宾从不同角度分
享观点，体现了省级党报的号召力，期
待后续有更加精彩的报道。

黑龙江日报·龙头新闻推出“高质量发展圆桌对话”系列融媒体报道

对话重磅嘉宾 探寻发展密码
□本报记者 隋明照

小店，是城市总体经济的毛细血
管，连接着千家万户，承载着市民最
日常的点滴，是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2024 年 3 月 1 日起，《重庆日
报》 将目光聚焦到小店，推出“奔跑
吧，小店”系列报道，陆续走进 10 余
家特色店铺进行采访，深度挖掘小店
与个人、小店与城市发展的联系，在
报纸端和新重庆客户端同步呈现，以
小切口大视角展现城市浓厚烟火气以
及创新、创造力，呈现出了一个活力
满满的山城。

独特视角里的创新与活力

“奔跑吧，小店”系列报道让人耳
目一新、眼前一亮。选题落脚于党的二
十大报告所提出的，要坚持把发展经济
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小店是指面
向居民消费的个体工商户，规模很小，
报道从小店活力延伸谈经济大势，让读
者可触可感可信。

小店很“小”，故事却不少，且各
有各的鲜活。“奔跑吧，小店”系列报

道走进了 10 余家店铺，有面馆、冒菜
店、火锅店、汤圆店、手作店、理发
店、茶馆、服装店、咖啡店、花生米店
等，类型丰富。

小面与火锅都是重庆美食的一张名
片，是当地人创业选择的首要考虑，见
证的是重庆人传统经商之道。手作店、
咖啡店等则是后来加入的新鲜事物，它
们的出现展现的是这座城市的包容性与
创新活力。

《江北这家国风体验小店，客流爆
满》在新重庆客户端单篇阅读量超247
万+，是目前该系列报道中阅读量最高
的一篇。细看记者所写内容，文稿开头
用细致的环境描写带领读者身临其境，
其中提到：“在昏黄而温暖的灯光里，
一位身着汉服的女子正凝神聚目，一幅

‘鱼戏莲叶间’的掐丝珐琅作品跃然指
尖。”这温馨的画面激发了读者阅读兴
趣。接下来，没有拖沓的语句，皆是对
国风手作体验店的揭秘，满满的干货。
记者挖掘读者最关心的话题，小店如何
诞生、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收支具
体情况等，每一个问题都实实在在。也

许正是这份实在让这篇报道脱颖而出，
为后续有相似创业想法的人提供了一定
指导。

《九龙坡区“黄桷坪老火锅”店：
以歌会友 火锅店成“打卡点”》《这
家“面咔咔” 开创“小面+咖啡”新
赛道》《只做男发、周日歇业——“傲
娇”的理发店8年开了10家》3篇报道
的阅读数据也很可观。满街的火锅店、
面店、理发店，记者为什么单独采访这
几家？它们有一个共性，均是在传统赛
道中做出差异化的代表。小店的差异化
是店主个人性格的彰显，侧面表现的是
重庆小店的特点鲜明，遍地开花，有创
新，活力满满。

丰富细节里的传承与烟火

这些街头巷尾的小店，从点到面蕴
含浓浓的烟火气，也是重庆人最真实生
活的反映。《90后女孩传承四代人的美
食记忆 山城巷藏着一位“汤圆西
施”》聚焦的是关于传统手艺与现代经
营新旧交替如何平衡的故事。记者从店
铺名“啥子巷巷大汤圆”追溯到 70 年
前汤圆摊子备受欢迎的场景，因为没有
名字，顾客便随口称之为“那个啥子巷
巷的大汤圆”。经过70年的洗礼，这家
小店还是深受顾客喜爱，这离不开店家
对味道的坚守和对原材料的苛刻要求。
在坚持传统工艺的同时，店家也在不断
推陈出新，开发新的口味，将传统的与
现代的融合，让更多年轻顾客喜爱。

《十年重出江湖 奇香花生米“火
出圈”》也讲述了一个传统“老零食”
在当下仍在重庆受追捧的故事。奇香花
生米是重庆的一个老品牌，曾经摆上过
大小超市的货架，但在火了一段时间
后，却慢慢消失在人们视线中。近年因
为下浩老街的重新改造，奇香花生米又
重新火了起来。和“啥子巷巷大汤圆”
一样，奇香花生米长期以来坚持传统手

工艺制作，其制作技艺于 2018 年还成
功申报了重庆市非遗，在坚持传统中开
发新的口味。

上述两篇报道，记者采访挖掘了许
多细节，向读者呈现了重庆小店带来的
烟火气一直延续至今，这体现的是重庆
对传统的传承，并且在传承中创新。正
如重庆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过程中，不断出台各类政策，开拓创
新、千方百计、真金白银、诚心实意推
动小店多起来、活下来、火起来，让个
体工商户的发展越发蓬勃。

全媒传播里的格局与温度

近两年媒体对小店经济的报道其实
很多，但通常流于表面。《重庆日报》
本次“奔跑吧，小店”系列报道的策
划，立足重庆，放眼全国，全面传播。
它不仅仅关注小店的商业价值，更关注
小店背后的创新活力和文化内涵，通过

“文字+视频”的形式深入挖掘小店的
特色和故事，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小
店世界。

在采访了数十家小店后，《重庆日
报》 还推出了一篇综合性报道 《本报

“奔跑吧，小店”系列报道引发广泛关
注 重庆精准施策，让小店成长“烦
恼”少一点》，让大众更加深入了解重
庆营商环境。此外，报道还先后采访
有关主管部门、权威专家，收集全国
多地小店经济发展数据，视角没有局
限于重庆，站位高、格局大。据了
解，这组报道推出后，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不少小店创业者主动致电重庆
日报社，希望也能讲一讲他们在开设
和经营小店时的一些体会、感受，以
及烦恼和辛酸，具有很强的共情性。
愿意接受采访的人越来越多，令报道
对象更加丰富，也呈现出更多不同类
型的小店，形成现象级话题，引发社
会各界关注和思考。

《重庆日报》“奔跑吧，小店”系列报道

展示小店烟火气 思考城市发展力
□本报记者 张福财

天气意味着什么？也许是满满的收
获，抑或是未知的风险，更可能是天长地
久的陪伴……一千个职业就有一千个不同
的答案。2024年，《中国气象报》开设《我
和天气打交道》 栏目，在报纸端和新媒体
端同步发布，探寻那些熟悉的、不熟悉的
职业与天气之间的故事，共品阴晴冷暖中
的人间万象。

聚焦职业写气象故事，角度好

说到天气，人人都不会陌生。天气和
人们的关系密不可分，直接影响着生活中
的衣食住行。除了生活，气象在不同职业
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
用？《我和天气打交道》栏目讲述了不同职
业中的气象故事，宣传气象知识，并挖掘
发挥气象优势改变生活、创造财富、奔赴
美好的做法。

气象预警，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接触最
为普遍。栏目第一期报道聚焦森林防火，在
四川省梁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列瓦
镇滚子棚村的最高海拔点，悬挂着关于天气
的“四色预警旗”。“四色预警旗”每日悬挂
蓝、黄、橙、红的旗子，对应森林火险气象
等级。巡山员安德峰和当地村民通过观旗就
能直观了解当天的风险状况，及时做出相应
对策。

用好气象知识也能带来美的收获。“70
后”摄影师杨涛是“在成都遥望雪山”摄影
社群的成员，在他看来，拍摄山峰除了日常
经验的积累和角度选择外，还包括对气象条
件的预判。通过自学，他已能看懂卫星云
图，并根据云图来预判各类气象景观的产
生，也因此拍摄了不少好作品。杨涛说，所
有摄影师都应该去了解天气，学会和天气做
朋友，依靠天气预报和信息，让摄影变得更
简单。文章让读者在阅读中也收获了气象相
关知识和技巧。

发挥气象优势还能带来“致富经”。如
通过控温控水，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在数九
寒天里上市了大量“春日限定”的雷竹笋。
通过智能化设备，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的兖
府蝎子养殖场实现自动控制通风、加温、补
光，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和品质。

透过气象写行业百态，立意深

《我和天气打交道》栏目讲述不同职业
的气象故事的背后，实则是每一个普通人或
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或奋斗打拼勤劳致富，
或坚持确幸奔赴美好的人间万象。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萨吾尔群山下，已退
休多年的哈萨克族天气预报员达吾提汗与牧
民老友纳孜汗因恶劣天气相识，在过去近
30 年的畜牧转场中结下深厚友谊。在记者
笔下，萨吾尔群山的恶劣天气、牧民放牧转
场的艰险重重、达吾提汗的勇敢坚守娓娓道
来。相比过去的艰苦，如今政府出资改善牧
民转场条件，哈巴河县气象局还派出天气预
报员全程跟随、协助转场，尽全力将极端天
气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在故事中，读者透
过文字和照片，为达吾提汗和纳孜汗的友谊
感动，为天气预报工作人员的付出感奋，更
为牧民越来越好的生活感慨。

《-20℃，正是采冰好时候》 中，干了
13 年采冰工作的市民冯浩为“尔滨”“出
圈”自豪：“采冰人就像是这场冰雪盛宴的
幕后英雄，我们感到十分骄傲、满足。”《好
天气是长途运输的“软铠甲”》中，从事煤
炭运输工作10年的司机朱朝基会提前看天
气预报，选择天气相对影响小的路线行驶，
将煤炭按时运输到位，为千家万户传递温
暖。《当“天窗”打开，他要在铁轨上蹲起
超百次？》中，铁路信号工王瑞阳根据气象
预警做好铁路检测维护，他说：“确保这些
天南地北的旅客顺利出行，我们的付出值
得。”《“听气象局的，开民宿更有性价
比！”》中，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的民宿老
板娘李梅十分重视气象预警并做好民宿安全
防范，“不是做不到事后补救，而是事前的
天气预报更有性价比。”

栏目目前共推出 10 篇报道，每篇文章
中记者没有掉书袋，讲大道理，而是用朴实
细腻的笔触，讲述“不起眼”职业中一个个
小人物的亲历故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被深
深感染。

《中国气象报》开设《我和天
气打交道》栏目

气象故事道人间万象
□本报记者 黄琳

■一栏一语


